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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生猪产业化经营方式的探讨

王俊勋①

(农业部畜牧兽医司)

提　要　在分析我国养猪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指出了实现生猪产业化经营方式所具有的意

义, 对推进我国实行生猪产业化经营方式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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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p resen t developm en t situa t ion on sw ine ra ising in Ch ina w as analysised,

there w ou ld be u sefu l and obviou s sign if icance to run sw ine ra ising in indu stria liza t ion.

Som e coun term easu res and suggest ion s are p ropo sed to rea lize the runn ing sw ine ra ising

indu stria liza t ion in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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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产业化经营方式, 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以市场为导向, 遵循市场经济规

律, 以提高养猪效益为中心, 以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农村经济为目的, 建立产加销一体化经

营的模式, 形成区域化布局, 专业化生产, 一体化经营, 企业化管理, 社会化服务的经营体系。

推进生猪产业化经营, 对于实现生猪生产增长方式的转变, 保障猪肉产品的有效供给, 稳定

副食品价格, 并促进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1　推进产业化经营方式是我国生猪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的客观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 我国养猪业作为传统的家庭副业, 停留在“养猪积肥”的粗放

生产阶段, 生产水平较低, 产品数量不足, 市场供应短缺。在生猪流通上, 实行统购统销,“统”

的政策, 制约了生产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养猪业的迅速发展, 为推进生猪产业化经营方式创造了条件。主要表现

在:

1) 实现了产量翻两番。在改革开放的18年里, 我国生猪生产经历了两次质的飞跃。第一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次是1978～ 1988年,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给养猪业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 涌现出

了一大批专业养猪户, 推动了养猪生产的发展。这10年间, 全国猪肉产量从100114万 t 到2

01716万 t, 实现了第一次产量翻番。第二次是1988～ 1996年间, 随着生猪流通体制的逐步改

革, 城市“菜篮子”工程的建设, 国家“议转平”饲料粮差价款的使用, 以及国家副食品风险基

金的建立, 给养猪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这8年期间, 全国猪肉产量从201716万 t 到4

04418万 t, 实现了第二次产量翻番。我国的生猪生产, 在克服人口增长因素的困难的同时,

人均猪肉占有量从1978年的1013kg, 增加到1996年的3216kg, 增长2116倍。

2) 提高了生产水平。其主要标志: 一是生猪出栏率大幅度提高, 已接近发达国家生猪出

栏率的水平。1996年生猪出栏率达到11914% , 比1978年的5512% 提高64个百分点, 其中京、

津、沪三大市的生猪出栏率都在160% 以上。二是能繁母猪提供商品肉猪的数量增加。1996年

每头能繁母猪提供商品肉猪15头, 是1978年的115倍。三是良种推广和杂交改良得到普及, 瘦

肉型猪的比例逐年增加。目前二元和二元以上杂交猪占出栏猪的比例达到90% , 猪肉质量得

到明显改善, 较好地满足了外贸出口和国内市场对瘦肉猪的需求。

3) 规模养猪得到了发展。我国的规模养猪是在城市郊区副食品基地和专业养猪大户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规模养猪不断发展。1996年全国出

栏50头以上商品猪的猪场和专业户有4717万个 (户) , 出栏肉猪7162106万头, 占全国生猪出

栏总数的1316%。生猪规模生产主要集中在年出栏50～ 2999头之间, 该范围内的规模猪场数

占97% , 但出栏猪只占6014%。年出栏3000头以上的猪场占3% , 但出栏猪却占3916%。全国

最大的猪场年出栏猪917万头。

京、津、沪通过“菜篮子”建设, 建有规模猪场2623个, 出栏猪59019万头, 约占三市出栏猪

总数的61% , 其中北京规模生产出栏猪占其出栏猪总数的80%。

4) 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初具规模。全国基本形成了以国家养猪育种中心、种猪原种场、扩

繁场以及人工授精站、改良站为主的繁育体系。据统计, 全国有种猪场681个, 饲养种猪25万

头, 其中纯种长白猪318万头, 大白猪213万头, 杜洛克117万头, 推广良种母猪约70万头。目前

全国商品生产使用的良种猪主要源于现有的种猪繁育体系。

随着繁育体系的完善, 种猪质量不断得到提高, 并推动了种猪生产性能测定工作的开展

和种猪拍卖的形成。广东省自1993年首次举办种猪拍卖以来, 已成功举办了5届, 既促进了本

省种猪质量的提高, 又对香港及内地养猪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 以及商品生产的发展, 生猪生产面临的问题

亦日趋突出。一是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益明显, 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 二是受交通

不便、信息不灵的影响, 难以有效地组织安排生产, 导致生猪卖难的问题时有发生; 三是缺乏

资本积累, 养猪户的扩大再生产能力较弱, 难以形成规模生产和规模效益; 四是加工滞后, 难

以实现产品增值; 五是目前的种猪繁育、技术推广和疫病防治体系建设还不适应生猪商品生

产发展的需要。这已成为困扰和制约我国生猪生产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要实现生猪生产增

长方式的转变, 保障猪肉产品的有效供给, 稳定副食品价格, 并促进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必

须推进生猪产业化经营方式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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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进生猪产业化经营方式的作用

1) 有利于解决千家万户分散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生猪产业化经

营通过规范产业链中各环节的相互关系, 以及建立以股份制形式为主的纽带关系, 使农户和

龙头企业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 使双方利益均沾, 风险共担, 以增加对市

场风险的抗御能力, 从而减少生产的周期性波动, 同时保障市场供应的均衡性。

2) 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产业化经营使产供销、农工贸融为一体, 随着支柱产业

和产业链的形成和不断壮大, 相互联系的产业部门之间的利益得到协调, 使产业链中的生产

技术、资金、人才和设备等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从而增强产业链的经济实力, 推动生产的发展

和农民的增收。

3) 有利于养猪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生猪产业化经营对科学技术的要求更加迫切,

标准也更高, 生猪及其加工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品科技含量的大

小。实施产业化, 可通过企业、公司及基层服务体系等中介迅速将养猪科学技术推广并普及

到农户, 使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4) 有利于培育市场, 搞活流通。产业化的发展, 将促进生猪产区与销区的结合, 促进多

渠道流通体制的形成, 从而推动交易市场、批发市场的建立。

5) 有利于信息网络的建设。产业化的形成需要一个能及时反映产销动态的信息系统来

支撑, 以准确分析和预测生产形势, 指导生产者安排生产。

3　推进生猪产业化经营方式的对策和建议

1)加强科技推广体系和种猪繁育体系的建设。这既是科技兴牧的载体, 也是推进生猪产

业化经营方式的重要基础。一是加强种猪场、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站、品种改良站的建设, 在巩

固产中技术服务的同时, 不断向产前信息引导、产后销售服务延伸, 引导农民走向市场。二是

以基层站的自身技术优势为纽带, 与农民联合, 进行系列化服务, 推进产业化进程。

2) 突破加工流通, 推进生猪产业化经营。发展生猪及其产品的加工和流通, 是实现产品

转化增值, 建立生猪生产持续、高效发展的关键环节。从全国来看, 生猪及其产品的加工和流

通明显滞后于生产的发展。一方面缺少规模较大、带动能力较强的龙头企业, 另一方面产、

加、销松散脱节; 因此, 要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参与生猪产品的加工与流通, 培植一批上规模、

高标准、具有龙头带动作用的骨干企业, 推进生猪产业化经营。

推进生猪产业化经营, 首先要抓好龙头加工企业的建设。一是对现有加工企业的改造提

高, 促使其上规模, 上水平; 二是要打破行业界限, 利用大中型企业、乡镇企业和商业、粮食、

供销部门开拓生猪及其产品的加工。

其次, 要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参与市场流通, 尤其要重视发展和培育以农

民为主的民营流通组织, 积极发展各类专业协会和服务合作社, 通过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等

方式组建一批能吸纳各类资金的流通企业。要稳定现有的生猪产销政策, 引导产销直接挂

钩, 鼓励跨地区运销。

其三, 建立“风险共担, 利益均沾”的机制, 真正使生产、加工、经营三者成为利益共同体,

使农户既成为加工流通企业的产品供应者, 又成为企业的股份合作者, 既能够获得生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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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又能分享产品加工的利润, 从而形成企业与农户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暂不具备条件建

立产业化组织的, 要着眼于长远利益, 建立稳固的产销关系。

3) 从实际出发,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生猪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 是

提高养猪效益的关键。一方面有利于克服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

力; 另一方面, 有利于科学技术及新品种的推广,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生产和经营效率。发展

规模生产, 关键是要适度, 不同地区规模生产的数量、组织形式、管理水平等差异较大, 各地

应找出适合不同地区特点的规模饲养的发展形式。

4) 建立相应的销售市场。要有计划地在主产区的产地和集散地建设一批辐射面较广的

批发市场、仔猪交易市场, 同时完善现有的畜产品产销信息网络, 并利用计算机网络和其他

通讯、宣传手段, 为生产企业和生产者提供准确、及时的商品信息。通过市场与信息的有机结

合, 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 扩大产品销售的空间, 使之既成为生产者安排生产经营的导向, 又

是产品购销的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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